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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是在当前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都难以应对农村老龄化的情况下创新的养老模式，引起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当前农村互助养老的研究来看，大多集中在理论研究层面，实证研究比较少，且

这些研究把视角主要集中在中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因此，本文通过阅读文献和问卷调查，探讨

目前农村互助养老发展普遍存在的困境及“P”镇农村互助养老存在的困境，并提出农村互助养老的路

径优化，促进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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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mutual care model is an innovative model of old-age care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which both family care and institutional care are difficult to cope with the aging of rural area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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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rural mutual care, most of them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level, empirical research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se studies focus their perspectives mainly on the more economically de-
veloped rural areas in the Middle East. Therefore, through reading the literature and question-
naire surve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iculties that ex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mutual 
care and the difficulties that exist in rural mutual care in “P” town, and propose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path of rural mutual car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mutu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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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 26,402 万人，比例达到

18.7%，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比例达到 13.5%，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1]。2020 年中国农村 60
周岁及以上老人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 23.8%，比城市高出了 8%左右。到 2035 年，中国农村 60 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比例将提高到 37.7% [2]。由此看出，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但农村的养老条件、养老模式实践

与城镇存在巨大的差距。这意味着我国养老服务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 
“十四五”时期，党中央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并积极探讨了解决这一

问题的对策。《“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指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网络”。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并且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而农村互助养老就是其中的一项。因

此，乡村振兴战略为做好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具有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双重优势

的农村互助养老，可激活乡村老年资源，符合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方向，是一种创新性乡村

养老模式。 

2. 文献综述与数据来源 

2.1. 文献综述 

在中国知网(CNKI)对“期刊”文献使用“农村互助养老”进行主题检索，发表时间设置为 201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共检索到 232 篇相关文献。经过梳理和分析，发现国内有关农村互助养老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从农村发展互助养老的需求为切入点，探讨了由于家庭结构和城

镇化发展的影响而带来农村老人对于养老需求逐步上升。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

力迁往城市，留下来的农村中龄老人应对自身养老压力大，甚至也难以承担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料

[3]。空巢化、家庭规模缩小、少子化、机构养老费用昂贵、管理落后等因素使得农村发展互助养老成为

必然趋势[4] [5]。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多种因素使得农村老年人对于互助养老的需求比较强烈，学者们

在发展农村互助养老上达成共识。二是以农村老人参与互助意愿为切入点，从而分析出农村老人参与互

助养老的意愿及影响因素。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知，在农村互助养老参与意愿上，学者们认为老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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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意愿低[6] [7]，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居住方式、经济条件、代际关系、邻里关系、养老制度保障程

度和社区关心情况等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有显著影响[8] [9]。以上学者的分析丰富了农村互助

养老的相关研究，也对实践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三是对在农村互助养老的具体模式上进行相关研究。有

学者在推广主体上将该养老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精英带动型和民间支持型，认为这三种模式各有其优

势和不足[10]；同时，有学者还根据参与力量将互助养老模式分为“自助–互助”模式和政府主导推进模

式，认为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必须要改变压力型体制，构建服务型政府，改变以数字年度考核为主

的量化考核偏好，由群众来考核乡村政府和干部建设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的政绩，扭转乡村信任危机[11]；
还有学者根据支付方式分为个人志愿的自愿服务模式、及时付费的有偿模式、延时付费的“实践银行”

模式，这三种模式略有差异，但都存在问题。第一种要求志愿者达到很高的道德水平、信任水平；第二

种的运行机制又和机构养老接近，互助水平低；第三种也是需要依靠很高的信任来兑现的，本质上就是

要解决这种延时如何保证得到兑换[12]。在所搜索的文献中，关于农村互助养老运行模式的研究是最多的，

研究焦点大都集中在幸福院互助、邻里互助、“时间银行”这三种模式上，并且是从这三种模式的必要

性、可行性、运行方式和运行中存在的困境及优化措施等方面进行阐述，这几种模式共同点在于号召要

把焦点和重点放在低龄健康老人为高领、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服务上。四是通过对农村老年互助养老的

意向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并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发展困境和对策进

行了剖析。有学者认为应该对接触养老服务的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主要还是要在文化互助、精神抚

慰养老设施适老化等方面发力，同时，利用村社宣传栏、广播电视、文娱活动等形式对农村互助养老的

内容、形式、特点及优势加强宣传，提升群众的认可度和参与度[13]。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和谐的社会

氛围及多样化的参与机会能够提高低龄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积极性，同时从发展互助养老理念、开发

互助养老项目，发展老年教育和老年健康产业、加大养老服务供给和发展老年志愿服务组织等几个方面

给予建议[14]。上述学者基于多地调研进行了研究，但是地域研究不均衡，主要是关注中东部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的农村，对中西部经济水平落后的农村互助养老关注不够；很多学者提出了建议，大都从老年人

自身和社会环境两方面提出了不同的建议，旨在要加强农村互助养老的优势，营造良好的尊老敬老的氛

围，增强群众的认同感和参与度。 
总的来说，农村互助养老的研究在不断深入。首先，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急剧升高、家庭养老功能弱

化、机构养老普遍高昂费用的情况下，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有必要性和较强的可行性；其次，通过实地调

研，利用数据、模型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中老年人的参与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可行的农村

互助养老模式；最后，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意见，大都围绕互助养老宣传、养老机制、提升参与度与积极

性等进行，为之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提供了一定指向和启示。 
综上，目前有关农村互助养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的低龄老年人，有关高领、失能及半

失能老人的研究较少，对于西部偏远地区老年人的互助养老也鲜有提及，但是实证研究的文献少。因此，

本文结合阅读文献和对“P”镇的问卷调查，了解农村互助养老情况、发展现状及其困境，并根据农村互

助养老的发展困境，找到制约它发展的因素，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为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提供可以参

考的建议。 

2.2. 研究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通过问卷星平台，对贵州省黔西南州“P”镇的基层工作人员和大学

生发放问卷，问卷由本人亲自转发(确保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共产生问卷 76 份。对问卷“问答时间”“重

复 IP”关键词，剔除无效问卷，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74 份。其中基层工作人员回收有效问卷为 33 份，他

们都是“P”镇的村支书或者村主任，大学生回收有效问卷数量为 31 份，是来自“P”镇的各村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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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 10 份问卷数量是中青年。此份问卷的目的是通过该镇的基层工作人员、大学生及本人(“P”镇)
观察来了解该地农村互助养老的推广情况、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情况、以及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可能面临

的问题。 

3. 农村互助养老现状分析 

当前中国中西部很多农村地区都是“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大多数

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农工商，中老年人留守农村务农[12]。并且进城的农民工年龄大了，如果没有足

够的条件能够在城市安定，他们还是会返乡务农；或者就是农村的老年人根本不愿意进城，原因有二：

第一，城市生活成本比农村高，还缺少就业机会，只是城市的消费者，同时，城市发展太快，很多老年

人难以适应城市生活，但回到农村可以与土地结合成为生产者，并且农村是熟人社会，容易产生意义和

归宿感；第二，很多农村老年人在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在城市生活根本不习惯，并且在城市的子女家

会认为自己生活不自由，整日与子女同呆在一个屋檐下，简直就是受罪。现阶段，有能力和有条件的青

壮年定居在城市，而留守的老人依然滞留在乡村，这样，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的现实状况和养老问题就

是比较关切的问题。 

3.1. 农村留守老人状况 

3.1.1. 当前农村老年人的类型 
在农民可以和土地相结合，每一个农民都有自己的房屋、耕地、庭院，且居住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

中，按照农村老人(无论是城市返乡还是一直务农的)的生产生活情况就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人。这类老人一般上没有老人，下没有孩子、无负担，农闲时间

多、同龄朋友也多，虽然收入不高，但消费也不高，不太缺钱花，甚至有现金支持在城市艰难过日子的

子女。因此，它们进入了轻松闲暇时期，与土地结合起来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最稳定、安逸、惬意，开

启了人生的“第二春”。 
第二种类型是在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生活可以自理的老年人。他们的收入不高，主要是依靠自

己的积蓄、子女的经济支持、国家养老保险等作为收入来源，但能够维持自己的温饱。他们成了社会的

消费者，心理上变得相对弱势，容易产生孤单、拖累儿女心理。 
第三种类型是高龄、失能、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他们需要有人照顾，若有另一半子女在，得到

照顾，生活问题顺利解决；若子女不在身边，未得到足够照料，生活质量很差，心理上更加处于劣势。

还有一些生活未能自理的老年人长期卧床，“久病床前无孝子”，心理向往美好生活积极性低，甚至在

有些农村地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出现自杀的情况。 

3.1.2. “P”镇当前农村老年人的主要状况分析 
该地所在地域的总体情况是有工作的子女进城安居，低龄老年人会随着进城，帮忙照顾孙辈，高龄

老年人留守家中，或与配偶一同居住，或有一子女在家照顾，同时大多数农民进城务工，留下中低龄老

人留守农村并照顾孙辈，只有在过年或家中有重大事件时回来帮忙。 
在调查中“P”镇的农村老年人的情况是 60~70 岁的老年人占比 72.97%，71~80 岁的老年人占比为

27.03%，81 岁以上的基本没有(见图 1)，而在农村 60 到 70 岁的老年人基本上身体都比较康健，能够从

事劳动。老年人主要居住情况为独居或与配偶一同居住，占比为 43.24%，与子女、孙辈同住(子女在身边

照顾)的占比为 29.73%，与子女、孙辈同住(子女不在身边照顾)占比为 27.03% (见图 2)。由此可见，该地

的农村留守老人主要还是独居或与配偶一同居住。在问卷中，留守老年人基本能自理的比例达到 86.49% 
(见图 3)，造成独居老人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子女外出务工，比例达到 85.14% (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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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ge groups are concentrated among the elderly in your village or town? 
图 1. 您所在的村、镇的老人集中在以下哪一种年龄段？ 
 

 
Figure 2. What is the primary mode of residence of older adults in your village or town? 
图 2. 您所在的村、镇老年人的主要居住方式为 
 

 
Figure 3. How is the ability of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in your village or town? 
图 3. 您所在的村、镇独居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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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图 4. 您认为独居老人的形成原因是什么？ 

3.2. 农村互助养老的主要模式 

根据养老资源供给方式的不同，目前我国农村地区主流的养老方式共有三种，分别为家庭养老模式，

机构养老模式，互助型养老模式。其中互助老杨模式是建立在乡土互助文化基础上的家庭、家族、邻里

及村落之间的养老互助活动，以老年人为主体，通过发挥低龄健康老年人的价值来为高龄、自理能力较

差的老年人提供互助服务的形式，是解决农村空心化，老年化问题的根本养老方式，该养老模式注重养

老资源的整合和合理发挥，通过多方力量共同为老年人提供养老帮扶，是一种融合了政府支持，社会参

与以及市场运作的多元化养老方式。当前的互助养老模式受到广泛关注与国家的积极倡导，其内在符合

农村社会底色，及老年人在地化的需要，成为低沉本应对老龄化的中国特色制度方案。目前互助养老模

式可大致分为三种，分别是以“河北肥乡模式”为代表的幸福互助院模式、以延时支付为特征的“时间

银行”模式、基于地缘关系的邻里互助模式。 

3.2.1. 互助幸福院模式 
2008 年，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率先探索出符合我国农村养老实际需求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带动了

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兴起。在 2008 年，肥乡县前屯村把废旧学校改建成“辛福院”，秉承离家不离

村的观念，吸引独居老人入住。在民政部门的推动下，这一养老模式得到迅速推广。在“政府支持，村

级主办，互助服务，社会参与”的基础上，这是一种为乡村老年人提供的养老服务，包括日间照料、精

神慰藉、休闲娱乐等。“幸福院”的养老方式，通常是利用地方上的老房子进行改建，以集体为主，财

政部分予以适当补贴，其余的则由孩子自己负担。该模式满足了老年人可以不离农村也可以享受优质养

老服务的需求，能够免去老年人对于陌生环境和陌生同住者的不适感，也为子女探望父母提供方便，成

为备受农村老年人欢迎的养老方式。在家庭规模缩小、农村老年人养老积蓄有限、政府承载能力有限、

市场养老逐利倾向等难题下，幸福互助院养老模式运行成本低，能够促进公共养老资源的整合，提升农

村老年人的养老质量。并且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过渡阶段，能够成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的有力补

充，即使未来城乡社会养老服务实现均等化，也能够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 

3.2.2. “时间银行”模式 
“时间银行”(Time Bank)的互助理念源于日本，后由，美国学者 Edgar S. Cahn 推广。“时间银行”

互助养老模式的理念和运作方式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开展的社区互助养老实践[15]。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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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银行”服务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上海，主要是组织低龄健康老人担任志愿者，向高

龄老人提供生活照料服务，累积存档的服务时间可以用来换取自己今后需要的养老服务，同时也可以进

行实物兑换。2018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互助养老，后民政部把“时间银行”这一

模式列入了全国居家社区综合改革的试点，并将其推广到全国。从我国现有的实践形态来看，“时间银

行”即是“以我为大家，人人为我”为宗旨，以低龄老人协助高龄老人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务，以填补

我国农村空巢、失能、半失能老人缺乏照料资源的困境，从而实现“互助”和“互惠”的融合，“时间

银行”还注重邻里之间的互相帮助，将“时间货币”通过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在未来自己需要养老服

务时再兑现使用。农村由于农业生产、土地经营规模、人际关系特征和劳动力流动等因素，有发展“时

间银行”互助养老的有利条件。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模型，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可以有效地缓解他们的

居家养老问题；对于年轻的老人来说，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余热，提升自己的价值。 

3.2.3. 邻里互助模式 
邻里互助养老模式是一种街坊邻居抱团取暖互助养老模式。以社区为依托，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

以志愿服务机构为服务平台，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定期提供日常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它是基于“熟

人社会”情感基础的联结，是由老人自发组成的活动模式，是由老人走出家门，组成养老社区的一种特

殊形态，是一种自助、互相帮助的“朋友圈式”养老模式。在我国知名度较高的是陕西榆林邻里互助模

式。在村委会的引导下，通过对当地留守人力资源的挖掘，组建一个互助团体，对本村独居、失能半失

能老人进行定期的日间照料和精神慰藉。基于地缘关系的邻里互助模式门槛较低，能够让老年人在相对

熟悉的环境中安享晚年，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又符合我国守望相助的文化传统，是我国养老服务

本土化的积极探索，但也面临着资金来源保障、人才激励机制、明确服务标准等难题。 

3.2.4. “P”镇农村养老模式倾向分析 
“P”镇年龄在 60~70 岁的老年人占比 72.97%，71~80 岁的老年人占比为 27.03% (见图 1)，老年人

主要居住情况为独居或与配偶一同居住，占比为 43.24% (见图 2)。由此分析，该地的老年人大多数属于

有生产能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少在 5、6 年之后，处于 60~70 岁阶段的老人也会变老，随着而来的

是生产能力不足，并且大部分农村现阶段虽然有农忙时，但闲暇时间较多。并且在调查的问卷中，对于

选择该地最容易推行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选择最多的是互助幸福院模式和邻里互助模式，这两个模式

在总的问卷数量中，比例达到 90.54%、67.57% (见图 5)。并有人认为“时间银行”模式的延时性太长，

并不能保证自身是否得到有效的兑换。由此可见，幸福互助院的相对于其他两种模式，深受欢迎。 

4. 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境 

4.1. 农村互助养老发展普遍困境 

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普遍困境在于政治法规不健全与监督机制不足，筹资渠道单一，缺乏可持续的

资金来源、服务类型较为单一，服务质量有待提升、政策支持与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互助养老认同度低，

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服务内容偏离和区位错配。 

4.1.1. 政策支持与监督机制 
目前，我国还没有对农村互助养老做出明确的规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相关的约束政策

和管理制度还不完善，在资金凑集、设施建设、监督机制等方面没有相应的标准可以依照，因而存在

政策支持与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的问题。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保证，若如在互助过程中发生意外，会因

责任划分不明确出现问题时往往难以得到解决。以“时间银行”为例，该养老模式名义上称之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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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银行”，但是没有统一的、权威的管理体制和运作体系，所以它不能像现实银行一样，在任何时候

都能把钱取出来。 
 

 
Figure 5. If rural mutual elderly care is introduced in rural area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odels do you think is the easiest to 
realize? 
图 5. 若农村推行互助养老，您认为以下模式哪一种最容易实现？ 

4.1.2. 筹资渠道与筹资方式 
互助养老最大的困境是资金来源问题，目前农村互助养老筹资渠道单一，缺乏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一些农村的互助照料中心主要资金是依靠民政部门专项拨款，虽然也有社会注入资金的支持，但财政支

持只是起到辅助作用，社会捐助和企业捐助的积极性不高，村集体因集体经济也比较薄弱，缺乏稳定的

外部资金供给渠道和足够的资金支持，甚至有些地方的互助照料中因资金缺乏而导致暂停运营。 

4.1.3. 服务类型与服务质量 
与养老机构相比，农村互助养老的三种模式，基本上是利用农村的有限的空间和设施来进行，普遍

存在服务类型较为单一，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一些农村互助服务中心的服务内容、方式不够完善，

由于受成本的约束，专业的管理人员缺乏，由于服务对象多以五保户及空巢、高龄老年人为主，难以满

足其他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养老需求，服务层次低。 

4.1.4. 互助养老认同度与传统观念 
在我国，特别是在农村，“养儿防老”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子女的赡养功能在农村家庭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赡养老人是儿女的责任与义务。所以，大部分人(包括老人)对互助养老的认同度并不高，

他们普遍觉得，老年人参加互助养老是家庭养老缺位，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们通常不会接受除了子

女之外的养老方式。另外，互助养老的理念和模式起源于欧美，近年来在我国开始实施，从个体到基层，

都没有形成对互助养老的正确认知，老人的互助养老观念不强，认同感不高，这极大地影响了互助养老

模式的健康发展。 

4.1.5. 互助养老服务内容与区位错配 
在一些互助养老中心，由于高端养老设施和正规化管理方式与老年人本身的认知图式和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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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节奏不匹配，例如棋牌室、健身室、电脑室等，老人的精神需求未得到实质性的提升。此外，还有

一些基层地方争取的项目资源时要求人与物强行匹配，而非物与人适配，在打造农村互助服务中心时，

更偏向于提供高规格服务，用城市思维和流行文化想象农村，脱离了农村老人的认知图式，对老人的身

心结构的空间安排无人问津。同时，一些农村地区，为了如期完成养老活动场所，常常把老年活动中心

直接设置在村委会，便于日常管理和组织运行。这种较强的娱乐属性和浓厚的政治属性完全相冲，难免

会给老人造成空间约束感，使其在开展互助活动时放不开。 

4.2. “P”镇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困境 

通过问卷分析，问题“农村互助养老的推行，您觉得存在什么样的困境？”占比最高的 4 个选项分

别是资金来源不足(82.43%)、欠缺完善的制度设置(85.14%)、农村地区互助意识淡薄(72.97%)、缺乏专业

养老服务人员(66.22%) (见图 6)。此外，该地村子与村子之间相隔得有一定距离，虽村村通公路，但是村

与村之间太零散，如何高质量实现老年人之间的互助也是一项挑战。 
 

 
Figure 6. What kind of dilemma do you think exis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tual care in rural areas? 
图 6. 农村互助养老的推行，您觉得存在什么样的困境？ 

4.2.1. 资金来源不足 
该地发展互助养老模式面临最大的困境仍然是资金来源不足问题。一是没有特殊的产业支撑，当地

财政收入来源缺乏，没有足够的专项资金投入；二是该地处于偏远地区，社会可投入资金来源也不足够，

村集体目前没有任何的集体收入和闲置资金，如果只依靠政府的资金来经营的话，那就不可能长久；三

是农村地区个人及家庭收入较低，没有自己经营的产业，大多数人靠务农工商补贴家庭开支，没有多余

的闲钱投入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 

4.2.2. 欠缺完善的制度设置 
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的约束政策和管理制度不完善是农村地区发展互助养老存在的普遍困

境。并且，该地还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包含了至少三个少数民族，部分农村的接受程度不同，需要

结合政策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的规定规章；同时，根据调查，许多基层工作人员对于互助养老模式的运

行机制了解程度低，对于适配的法律法规解读还需进一步努力。 

4.2.3. 农村地区互助意识淡薄 
该地农村从未推行过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接受该模式还需要一定时间。在调查中，问“老年人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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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选择互助养老的原因有哪些”时，选择受社会传统观念束缚比例达到了 83.33% (见图 7)，发现受访者

对互助养老服务表示“不了解”者占多数，老年人需求存在差异，这就要关注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如果

需求较低，又如何刺激互助需求和培养互助意识。 
 

 
Figure 7. What do you think are some of the reasons why older people are reluctant to choose mutual care? 
图 7. 您认为老年人不愿意选择互助养老的原因有哪些？ 

4.2.4. 缺乏专业养老服务人员 
该地农村除了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大学生、一些乡绅具有能够快速理解各种养老要求及内容之外，

留守的农村居民文化水平普遍都比较低，它们又应当以何种方式融会贯通这些五花八门的养老服务要求，

从而培养专业的服务人员也是一项难题。 

5. 农村互助养老的优化路径 

5.1. 农村互助养老的共同优化路径 

5.1.1. 加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顶层设计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顶层设计。如“十四五”规划、党的二十大报告、

乡村振兴战略等国家发布的文件和政策都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政策目前停

留在书面文件居多且不同地域发展互助养老模式存在差异性，在法规政策上也要秉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鼓励各地制定符合当地特色和实际情况的养老模式和运行细则。只有责任和目标做到明确、服务管理标

准做到严格，互助养老模式才具有发展的活力。 

5.1.2. 多渠道筹资，增加农村互助养老资金支持 
要建立农村互助养老多元经费筹集机制，依据“政府补一点、社会捐一点、集体给一点，老人出一

点”的原则，通过政府引导动员多方进行资金互助。一是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优势，发展适合本地的产业，

延长产业链，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村集体的收入。二是充分挖掘本村乡贤的资源优势，建立密切

联系，通过他们拉动更多慈善机构、公益基金和志愿者组织等参与进来，吸纳社会资金。三是注重挖掘

人力资本，做好低龄老人的思想引导，鼓励他们积极提供老年服务，增加“时间银行”存储量。 

5.1.3. 丰富农村互助养老的服务内容和形式 
与时俱进丰富养老服务内容和形式是满足农村老年人多维度需求的本质要求。首先，改变现有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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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内容和形式。现有的农村互助养老的服务内容注重在于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心理疏导等方面，因此，

要提供可供老年人发展自身能力的服务内容和形式，不仅只是考虑高端服务供给，也要考虑基础性、保

障性服务。同时，要树立整体思维，互助服务对象要引入年轻血液，避免服务对象单一化(完全定位于老

年群体)、内容趋于只是让老年人人打打牌、看电视服务，还要避免服务功能的局限，要把村庄文化建设

融入到老年人的聚集空间来，使其融入村庄社会，而不是抽离村庄社会，沦为单一年龄群体的自娱自乐。

其次，通过“时间银行”，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通过代际间的互助形式，使老人的

服务成果各有所“为”而促进机制可持续运行，实现从“志愿互助”到“储蓄互助”的转变[3]。由于村

庄里都是熟人社会，村民见的互助付出、服务的情况一般都是透明可见，成为监督服务质量的有效形式，

形成“你帮我、我帮你”的良性循环。 

5.1.4. 拓展互助范围，吸纳代际互助参与 
农村互助养老延续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互惠与合作的传统，不仅只是老年人自发互助养老，同时还

有年轻人孝亲敬老、爱老、养老、助老的传统，因此就要结合两种传统，拓展互助的范围。例如共同学

习。利用终生学习、文化传承活动或项目，让老年人与年轻人沟通交流，挖掘农村老年人的潜在潜能，

促进传统文化和技艺的传承，助力年轻人了解当地文化传统，建立起代际支持和互惠的双向奔赴。 

5.1.5. 充分发挥老年协会力量，助力互助养老良性发展 
在多数农村，农闲时间较多，对于有质量的闲暇时间需求大。老年人协会可以组织农村老年人，使

他们“老有所乐”，并在此基础上“老有所为”，也可以与养老互助的“老有所养”形成相互支撑。老

年人协会可以让村里老人闲暇时有去处，可以聚在一起过节日、共同庆生，组织文体活动等，是老年人

喜爱的场所。在老年人协会基础上，再建立基于村庄熟人社会的养老互助社，就可以为农村失去生活自

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提供照料，让这些高龄老年人“老有所养”。 

5.2. 基于“P”镇农村互助养老优化路径 

5.2.1. 加强宣传，营造互助养老氛围 
在调查问卷中，发现大多受访者不了解农村互助养老。因此，对于偏远地区的农村，要多充分利用

广播、电视、基层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培训等渠道加强互助养老的宣传，营造良好互助养老氛围，夯实互

助养老意识基础。村集体还要在全社会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老龄政策法规教育的支持下，自觉引

导村社增强接纳、尊重、帮助老年人的关爱意识和老年人自尊、自立、自强的自爱意识，避免将中青年

人与老年人处于对立状态，为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5.2.2. 发展老年教育，为老人参与互助养老提供智力支持 
该地的农村地区，大部分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所以要多形式发展老年教育，提高老人的

知识、技能。一方面，发展老年教育。条件允许，可以在农村发展类似老年大学的乡村小课堂，教授老

年人关于互助养老的知识，提供其生存发展能力的策略、技巧和学习机会。另一方面，加强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老年人不是社会群体的边缘人，农村基层组织要自觉引导老年人继续社会化，向年轻人和新知

识学习，同时给志愿者提供接触农村老人的平台，耐心地教授老人一些新的知识和生活技能，为参与互

助养老提供智力支持。 

5.2.3. 关注老年人真实需求，解决老年人实际遇到的问题 
在问题“您认为独居老人的形成原因是什么？”中，85.14%的受访者选择了“子女外出务工”(见图 4)，

问题“您认为老年人选择参与互助养老的原因有哪些？”中，78.38%的人选择了想要减少子女负担(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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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该地农村老人的普遍情况是子女外出务工，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有人陪伴，不至于生活那么孤苦，而且

农村老人大多数一辈子务农，他们最希望与土地结合，进行农业劳动，发挥自己的余热，减少家庭负担、社

会负担，从而增强自我效能感。因而要根据不同年龄和特点的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差异需求，以便根据老年

人的文化程度、生活自理能力、居住方式等实行区互助养老分类管理和差异化服务。 
 

 
Figure 8. What do you think are some of the reasons why older people choose to participate in mutual care? 
图 8. 您认为老年人选择参与互助养老的原因有哪些？ 

5.2.4. 加强村庄文化建设，构建互助价值认同 
在将来，还是会有一大批人因在城市无法立足而返回乡村，农村养老问题终将还是一道过不去的坎，

因此，要充分利用村庄文化资源，构建农村互助养老的价值认同，夯实农村互助养老底座。像在该地这

样的多民族地区，民族村落、农村传统建筑古色古香，是人们传统生活方式的一个载体，寄托着他们无

数乡愁和回忆。可以充分发挥本土文化资源，厚植传统文化底蕴，集体展示乡村建筑和民俗风情，挖掘

乡村文化记忆和文化符号，唤醒农村人的乡土记忆，产生深层的精神共鸣[16]。同时，要充实农村老年人

的闲暇时间，避免闲暇的无意义感。由于农业机械化，农闲时间多，很多地方的文化氛围并不好。产生

了赌博、迷信活动、地下宗教、人情泛滥、无序竞争，以及其他以感官刺激为基础的各种低俗文化的泛

滥。在当前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背景下，农村社会中结构性力量的弱化进一步造成农村人际关系的弱

化。因此要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为互助养老构建良好的价值认同和空间参与。 

6. 结语 

破解未富先老的农村老龄化是一个重大挑战。要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就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社会文化、农村实际和传统，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探

索适合当地实际的农村互助养老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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